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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科七年制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是具有深厚的基础理论)扎

实的专业知识)有较高临床能力的高层次)高素质的儿科高级

医学人才'如何在临床实习阶段加强儿科七年制研究生的临

床思维能力)动手能力的培养#是当前儿科医学教育工作中的

一个重要问题*

!

+

'临床实习是儿科教学的重要环节#临床教学

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实习学生临床思维的建立'在临床实

习带教中#教师要注重调动实习学生的积极性#改变既往以教

师为中心的,填鸭式-传统带教模式#尽可能采用互动式教学#

从而提高儿科七年制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#注重培养其分析)

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*

%

+

'

典型案例教学法即以典型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查房#其核心

是实习学生在临床教师的指导下#通过对临床典型案例深入思

考)分析和充分讨论#教师对实习学生的分析及结论加以点评#

并结合典型案例介绍相关医学知识及新进展'教学查房过程

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实习学生的主动性)积极性和参与性#灵活

运用相关医学基础理论分析临床实际问题#达到基础理论与临

床实践的有机结合#培养实习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)分析判断

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#从而提高其处理临床问题的能力*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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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
典型案例教学法已在多学科实践和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

效果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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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为探索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儿科七年制研究生的临床

思维能力培养#本院在近
#

年的儿科七年制研究生临床教学实

践中采用了此教学方法#并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#现报道如下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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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与方法

=2=

!

一般资料
!

选择重庆医科大学
%""&

)

%""/

级七年制研究

生为教学查房对象#以传统的临床带教查房方法即主治医师负

责)住院医师分管#带领实习医师以问诊)体检)诊断)处理)查

房的常规流程进行实习为对照组&之后以同一主治医师按照典

型案例教学查房方法进行实习为实验组'

=2>

!

方法

=2>2=

!

选择案例
!

教师在病房选定教学查房的典型病例后#

针对所选病例确定研究生所需要掌握的知识#预先向实习学生

提出有针对性的学习要点#让学生提前熟悉相关病例的病史特

点)检查结果等#实习学生充分利用重庆医科大学)儿童医院图

书馆的期刊)杂志)电子阅览室等资源对学习要点做好教学查

房前的准备'

=2>2>

!

实习学生对典型案例进行分组讨论
!

教学查房时#教

师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着重对有关典型案例的各学习要点

进行分析讨论#每位学生均提出有关疾病诊断)处理)治疗及相

关医学新进展的意见#每个小组推选一位代表阐述本小组的最

终意见#其他小组可以补充或者提出质疑#甚至提出辩论#所有

参与教学查房的实习学生均需积极发言#展开广泛讨论'

=2>2?

!

教师对实习学生发言进行点评)总结
!

在实习学生对

案例进行充分分析)讨论基础上#带教老师再对典型案例所包

含的知识点进行归纳#全面总结概括#便于实习学生理解和掌

握#并重点对实习学生的分析讨论做出点评#如分析思路是否

正确. 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否恰当. 结论是否准确. 处理是

否规范. 使实习学生掌握分析)处理和解决临床疾病的思路和

方法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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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卷调查
!

每次典型案例教学查房结束后#向每位参

与教学查房的七年制研究生发放问卷调查表#调查项目以,优)

良)中)差-

$

个等级评分#以评定结果为,良-以上的学生人数

作为统计指标#对典型案例教学法的认识及看法做出评价#了

解典型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效果#当场回收问卷'

>

!

结
!!

果

发放调查问卷
!#"

份#收回
!%"

份#有效问卷回收率为

3%P

#调查内容及评价结果见表
!

'与传统教学方法)教学效

果进行比较#在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)文献检索能力)

口头表达交流能力)参与讨论问题的积极性)创新能力)教学中

的师生互动)临床思维能力)处理临床患者的信心等方面#典型

案例教学法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法'

表
!

!!

典型案例教学效果问卷调查结果$

$ !̀%"

%

调查内容 实验组 对照组
@

培养自主学习能力
'& $&

&

"2"&

提高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
3" #"

&

"2"&

提高文献检索能力
!"" %"

&

"2"&

提高灵活运用知识能力
8" $"

&

"2"&

提高口头表达交流能力
3& %&

&

"2"&

提高参与讨论问题的积极性
!"" %"

&

"2"&

掌握医学前沿动态
'" &"

%

"2"&

培养创新能力
3% %8

&

"2"&

增强团队意识
/& &&

%

"2"&

提高教学中的师生互动
!"" %"

&

"2"&

花费时间过多
!!" !"

&

"2"&

提高临床思维能力
38 %%

&

"2"&

在临床处理患者过程中更有信心
83 #!

&

"2"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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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讨
!!

论

儿科七年制研究生是医学院校儿科系学生中的佼佼者#与

五年制学生相比#他们的优势在于医学基础知识较扎实#英语

水平较好#学习积极性高#自主学习能力较强#有一定独立分析

和解决问题的能力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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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但对于刚进入病房的七年制研究生而

言#他们所掌握的医学知识还完全是抽象的#概念式的#零散

的#难以与临床实践中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有机结合#往往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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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有些茫然'因此#如何将抽象的医学理论知识与真实案例结

合#提高儿科七年制研究生的临床实习效率是儿科临床教育的

重要任务'此外#儿科临床教学目的不仅仅是单纯传授临床医

学知识#如何提高七年制研究生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和欲望#

培养其发现问题)解决问题#探索和创新能力#全面提高儿科七

年制研究生的综合素质#更成为当前七年制研究生教育的重

点#这就要求儿科临床教育要不断地更新教育理念#不断改进

临床教学方法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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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
引入典型案例教学法可更好将医学基础理论与实际病例

相结合#既丰富教学内容#又能激发实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#从

而提高了临床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*

3

+

'以,新生儿胎粪吸入综

合征-为例#,胎粪吸入综合征-是由于胎儿发生宫内窘迫或产

时窒息胎粪吸入发生肺部病变所引起#为新生儿期特有的呼吸

道疾病#是引起初生新生儿呼吸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'主要发

生在过期产儿及足月儿#偶可发生在早产儿'胎粪本来是在肠

道内#黏稠似柏油样#正常情况下胎儿在宫内不容易排出胎粪#

那么胎粪污染羊水的机制是什么. 羊水胎粪污染的临床意义

又是什么. 胎儿吸入胎粪后造成多脏器损伤的机制是什么.

胎粪吸入综合征患儿呼吸系统)中枢神经系统)循环系统)泌尿

系统)消化系统等各系统的表现有哪些. 轻型)中型)重型胎粪

吸入综合征的特异性胸部
[

线检查结果有哪些改变. 胎粪吸

入综合征的一般治疗)辅助治疗)并发症的治疗方案. 如何预

防羊水胎粪污染及吸入. 教学查房前预先向实习学生交代需

要掌握的学习要点#每位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#利用各种资源

对上述学习要点做好充分准备#在小组讨论基础上再进行全体

课堂大讨论'每个小组推选代表针对问题阐述小组意见和看

法#使实习学生对胎粪吸入综合征有了全面的认识#极大地提

高了参与教学查房实习学生的学习兴趣#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和

主动性#使七年制研究生发现问题)分析问题和解决临床问题

的能力有所提高'本结果表明#与传统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进

行比较#在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)文献检索能力)口头

表达交流能力)参与讨论问题的积极性)创新能力)提高教学中

的师生互动及提高临床思维能力等方面#典型案例教学法明显

优于传统教学法'但接受调查的学生一致认为典型案例教学

方法花费时间过多'

由于从小就接受,填鸭式-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#许多实习

学生养成了被动接受)疏于思考的不良习惯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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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因此#当需要

学生单独分析案例#积极参与讨论时#部分学生不愿主动思考)

不发言'另外由于受到教学查房时间的限制#实习学生难于畅

所欲言地发表各自的观点#造成学生难以从全方位)多角度对

典型案例展开深入分析)讨论'因此#能否灵活)合理)适时的

在课堂中充分开展师生间的互动式讨论不仅关系到教学效果#

同时也是对临床带教老师的考验*

!!

+

'

如何有效开展典型案例教学#提高教学查房的效率#本文

体会是!$

!

%教师要精选临床实践中经典的)最具有代表性的案

例#设计学习要点要多样化#既要有基础知识#又包含临床实际

的多样性)差异性*

!%

+

'$

%

%带教教师要多花时间精力研究病

例#认真做好教学查房前的精心准备*

!#

+

'教学查房过程中#应

结合应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#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#同时结

合传统的教学方法#如现场示教)体格检查等#充分激发实习学

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#使每一位实习学生都积极参与对案例

的分析和讨论#培养严谨)科学的临床思维能力#达到典型案例

教学查房目的*

!$

+

'

典型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以典型案例为基础#以教学中的

师生互动为手段#以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和实践能力为目的的

新型教学方法*

!&

+

#对儿科七年制研究生临床教学起着积极的

推动作用'在儿科七年制研究生临床教学中科学)合理的应用

典型案例教学查房能有效地活跃课堂气氛#激发学生学习积极

性#有助于提高临床教学质量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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